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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断山脉山高谷深，三江并流途险流湍，荟萃了

雄健浑厚的高原风光；

千年古道关键枢纽，多元文化交流融汇，沉淀了

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

在藏东明珠这片大地上，昌都各族儿女赓续历史

传统，谱写民族团结之歌、唱响民族团结主旋律。

源远流长——
融汇多元文化

历史悠久的茶马古道，将藏、川、滇与各地紧密地

连接在一起。洛隆县作为茶马古道必经之地，各族群

众在此南来北往。

从洛隆县城出发，向西行约 25 公里，便到了硕督

镇。据《洛隆县志》记载，清雍正时期，入藏清军曾有两

千多人在硕督镇驻扎，后来一些汉族士兵与当地藏族居

民结婚生子，民族团结的故事在硕督镇绵延流传。

走进硕督镇，民族团结广场上两棵枝繁叶茂的大

树映入眼帘。一杨一柳相依而生，相传这两棵“团结

树”是硕督镇第一对藏汉联姻夫妻所植，数百年来不

断生长，成为硕督镇一道靓丽的风景。

“硕督镇目前有 35 户民族团结家庭。村里不同

民 族 的 新 人 举 行 婚 礼 时 ，他 们 都 会 来 到 树 下 祈 福 ，

共 盼 永 结 连 理 。”硕 督 镇 党 委 书 记 王 晓 伟 向 记 者 介

绍道。

而保留至今的狮子舞，则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的见证。在硕督镇，当地百姓将热巴舞、锅庄等西藏

特色民族舞蹈元素融入早年传入当地的舞狮中，形成

一种别具特色的表演形式——硕督镇狮子舞。

60 多岁的邓巴阿尼是狮子舞第五代传承人。“我

们将传承和弘扬好硕督狮子舞艺术，多带一些学徒，

让狮子舞走出硕督，走出洛隆，走出昌都，让狮子舞拥

有更大的舞台。”邓巴阿尼想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狮

子舞，这也是他坚持的动力。

除了“团结树”和狮子舞，硕督镇还保留有大片的

清军墓葬、古城墙等遗址，一些居民家里珍藏有月饼

模具、汉式秤、各式钱币及藏汉双语的账目等；有的家

庭保留着做月饼、秋季腌酸菜等传统，这份特殊情感

早已镌刻在一代又一代硕督人的心中。

心手相牵——
共建幸福家庭

地处 214 国道上的芒康县纳西民族乡，是藏东地

区唯一的纳西族聚居地。这里有纳西族 241 户、854

人，占全乡总人口的 17.5%。

（下转第四版）

昌
都
市
持
续
推
进
全
国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模
范
区
创
建

—

三
江
大
地
团
结
花
开
正
芬
芳

本
报
记
者
周
婷
婷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

党委连续三年节后召开改进作风狠抓

落实工作会，主要任务是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作风建设、西藏工作

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贯

彻落实中央召开的整治形式主义为基

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交流经

验做法、相互学习借鉴，以自我革命精

神把作风建设一抓到底、抓出成效，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

保障。

刚才，斯朗尼玛等 6 名同志作了很

好的发言。大家的发言，思想认识上有

高度，工作措施上有力度，工作成效上

有亮点，体现了从区直部门、地（市）直

单位到县（区、市）、乡镇（街道）、村（社

区）抓作风建设的好做法好经验，为各

级各部门各单位抓好作风建设树立了

典型。大家要相互学习借鉴，把作风建

设抓实抓好。

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总结经验、巩固成
果，坚定做好改进作风狠抓
落实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作 风 问 题 关 乎 党 的 执 政 根 基 ，关

乎民心所向，关乎事业发展。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党的作风建设，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

指示，强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为我

们抓好作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

供了根本遵循。

十届自治区党委坚决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

论述，以作风建设开局破题，高位推进

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各项工作。经过持

之以恒的努力，我区作风建设取得了实

实在在的成效，广大党员干部履职能力

明显增强、狠抓落实的劲头持续提升、

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全区上下形成了心

齐气顺劲足干事的良好工作局面，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了坚强

组织保障。

一是以政治建设为统领，转作风、

抓落实的认识更加到位。广大党员干

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关于党的

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从政治高度来认

识改进作风狠抓落实的重要性紧迫性，

不断增强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彻底

的自我革命精神纠治不正之风，以高度

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推动作风建设走

深走实，做到主动抓落实、自觉抓落实，

形成了竞进争先的良好工作氛围。

二是以转变观念为前提，转作风、

抓落实的行动更加坚决。各级各部门

各单位和广大党员干部坚持用党的创

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引领思想

解放、观念转变，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做

法，努力从惯性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

主动破除陈旧观念的束缚，破除条条框

框的限制，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

创建”，积极研究新情况、主动解决新问

题、探索建立新机制，创造性地贯彻党

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

提出了一些符合当地实际、抓住工作重

点、务实管用的工作措施，推动各项工

作不断取得新进步，全区各族群众切实

感受到了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带来的新

变化、新形象、新成效。

三是以服务群众为宗旨，转作风、

抓落实的导向更加鲜明。各级各部门

各单位和广大党员干部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把群众身边的小

事当作大事来抓，坚持问需于民、问计

于民、问效于民，深入开展“下基层大接

访办实事”、进驻企业等活动，突出办实

事、惠民生、解难题、聚民心，建立民生

项目清单，协调解决群众关心、社会关

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群众身边的一些小

事不断得到解决，各族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听党话、感党

恩、跟党走的信心决心更加坚定。

四是以促进发展为目标，转作风、抓

落实的成效更加彰显。各级各部门各单

位和广大党员干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

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

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深入

贯彻“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牢

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求真务实、真抓实

干，坚定不移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

“四件大事”，切实把作风建设激发的动

力转化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

展的新成效。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显示，2023 年西藏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位

居全国前列，其中地区生产总值等 6 项

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五是以问题导向为抓手，转作风、

抓落实的目标更加精准。主动认识问

题是一种清醒，敢于正视问题是一种

自信，能够解决问题是一种能力。各

级各部门各单位和广大党员干部坚持

问题导向，正视积弊病灶，在开展查作

风、问初心，查责任、问担当，查漏洞、

问短板，查落实、问成效“四查四问”取

得阶段性成效基础上，紧密结合主题

教育专项整治，部署开展“不愿作为、

不敢担当、不思进取、不真不实、不知

敬 畏 ”专 项 整 治 工 作 ，深 入 开 展 后 进

县、基层治理、信访领域等专项整治。

同时，深入推进专项监督，对县级部门

派驻乡镇的机构单位的干部实行双重

管理，着力解决“看得见的管不着、管

得着的看不见”的问题，一大批作风问

题得到有效解决。干部发现问题、研

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增强，干

事创业的精气神更加振奋，心齐气顺

劲足干事的氛围更加浓厚。

（下转第二版）

在自治区党委进一步改进作风
狠抓落实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

（2024年 2月 19日）

王君正

本报乃东 2月 27日电（记者 丹增

平措）记者从山南市农业农村局获悉，

2024 年，山南市小型农田水利（以下简

称“ 小 农 水 ”）建 设 项 目 投 资 总 额

4288.04 万 元 ，涉 及 全 市 12 个 县（区 、

市）70 个乡镇、217 个村（居）。目前，12

县（区、市）项目均已开工建设。

据 悉 ，近 年 来 ，山 南 市 扎 实 开 展

“小农水”建设工作，补齐水利基础设

施 建 设 短 板 ，制 定 印 发《山 南 市 小 型

农 田 水 利 工 程 建 设 补 助 资 金 管 理 办

法（试行）》，进一步加大山南市“小农

水”建设力度。2024 年全市“小农水”

建设项目投资总额中，市级配套资金

2400 万 元 ，县 级 配 套 资 金 1888.04 万

元 。 各 县（区 、市）通 过 县（区 、市）、

乡 、村 三 级 签 订 目 标 责 任 书 ，在 项 目

建 设 过 程 前 、中 、后 期 三 个 阶 段 公 示

项目进度及资金使用情况，明确目标

任务、项目建设标准、验收及管护、资

金用途等内容，确保整个项目建设在

“阳光”下进行。

同时，山南市各县（区、市）2024 年

“小农水”工程以“以工代赈”模式开

展，鼓励通过劳务合作社、村集体经济

合作社等组织群众参与项目建设，明

确项目总投资 80%资金用于支付农牧

民群众“以工代赈”工资，项目实施后

预 计 将 兑 现 农 牧 民 群 众 工 资 3430 万

元，有效助力项目区群众增收。

山南今年“小农水”项目投资总额超 4000万元

综合新华社呼和浩特电和本报报道 27 日，第

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

市闭幕。

本届冬运会首次以省区市为单位组团参赛，共

有来自 35 个代表团的 3000 余名运动员参加竞技体

育和群体项目的比赛。35 个代表团中，有 26 个代

表团获得金牌、30 个代表团获得奖牌，“十四冬”参

赛代表团数量、金牌奖牌覆盖面大幅提升，充分展

现了北京冬奥会之后我国冬季运动发展的新格局、

新面貌。其中，我区共有 25 名选手分别参加了滑

雪登山、越野滑雪、单板滑雪障碍追逐三个项目的

比赛，我区运动健儿以昂扬的精神面貌奋勇拼搏，

在参赛项目中实现多个突破，收获四金一银的喜人

成绩。

冰雪相约，同心筑梦。27 日 20 时许，“十四冬”

闭幕式在呼伦贝尔大剧院开始。在欢快热烈的气

氛中，各参赛代表团旗帜入场。全体起立，奏唱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国家

体育总局副局长周进强宣读关于授予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十四届冬季运动会参赛代表团体育道德风

尚奖和参赛纪念奖的决定。随后，国家体育总局向

“十四冬”承办地内蒙古自治区赠送纪念品。

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组委会执行主任、内

蒙古自治区主席王莉霞致辞。

（下转第四版）

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闭幕
我区运动健儿在参赛项目中实现多个突破

《西藏自治区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办法》3月 1日起施行
本报拉萨 2月 27日讯（记者 桑邓

旺姆）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获悉，

经十二届自治区人民政府第 11 次常务

会议审议通过的《西藏自治区农作物

病虫害防治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将于 2024年 3月 1日起施行。

《办法》共三十六条，从背景、适用

范围、工作机制等方面，全面细化新时

期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工作流程，旨在

增强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的有效性、保

证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减少农业生态环

境污染，为我区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工

作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办法》适

用于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对危害农作物

及其产品的病、虫、草、鼠等有害生物

的监测与预报、预防与控制、应急处置

等防治活动及其监督管理。

《办法》明确了各级人民政府、主管

部门、相关部门和农业生产经营者农作

物病虫害的防治责任，加快推进监测预

报、预防控制和应急处置等工作制度

化，分级分类构建监测预警网络，在病

虫 害 发 生 时 高 效 及 时 地 进 行 应 急 处

置。围绕监测网络建设、监测点布局、

预测预报、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农药使

用、农药包装废弃物及过期农药回收、

外来入侵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应急处置

等形成了完整的防治链条。

为落实好病虫害防治激励机制，

《办法》专门制定了创新、表彰和津补

贴条款。此外，《办法》还对病虫害名

录管理进行了细化。

本报拉萨 2月 27日讯（记者 李梅

英）日前，记者从自治区发改委了解到，

我区将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支

持民间资本参与重大工程等项目建设，

推动民间投资参与科技创新项目建设，

引导民间投资积极参与乡村振兴，不断

加强对民间投资的支持力度。

我区将全面梳理适用民间投资项

目的支持政策，继续建立并完善民间投

资项目库，积极推行以金融机构、担保

机构出具的保函（保险）替代现金缴纳

投标、履约、工程质量等保证金，鼓励对

民间投资投标人免除投标担保。深入

推进多领域政府购买服务改革，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为经营主体发展提供技术、

人才、培训、咨询等各类专业公共服务，

激发经营主体活力。

同时，积极落实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新机制，支持民间资本参与交通、清

洁能源、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和职业教

育、医疗保健、养老托幼等社会服务设

施建设。鼓励民间投资以城镇供暖、供

水、供氧、污水垃圾处理、老旧小区改

造、棚户区改造等基础设施为重点，通

过综合开发模式参与市政项目建设。

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或参股建设成品油

商业储备库、加油站等储能装置设施，

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下 一 步 ，我 区 将 持 续 加 大 招 商 力

度，发挥产业链链长制作用，开展小分

队招商，强化精准对接，并进一步压减

行政审批事项和办理环节，协调加强重

点民间投资项目的融资、土地等要素保

障，促进民间投资项目落地实施。

我区将加强对民间投资的支持力度
支持民间资本参与重大工程等项目建设

一犁春泥，万顷新绿。2 月 26 日，昌都市八宿县拉根乡烈日村村民身着节日盛装，相聚在

农田，进行开耕仪式。伴随着犁地机的“突突”声，平整的土地被犁出一道道垄沟，身穿盛装

的村民向地里撒播种子，一幅生机盎然的春耕图徐徐展开。

左图：村民在启动犁地机。

上图：村民在农田里耕作。 次仁顿珠 本报记者 万慧 摄

开
耕
啦
！


